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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京津山水林田湖草多目标跨区联动保护修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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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河北环京津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是国家第一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之一。 环京津试点区域位居

京畿要地，是京津冀城市群的生态安全屏障。 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退化，山水林田湖草要素资源约束趋紧，生态修复难度大任

务重，联防联控与协同共建机制有待健全。 为此，试点实施方案明确了“自然分区⁃突出问题⁃绿色奥运”三维导向的修复思路，
制定了“指标引导⁃空间定位⁃任务聚焦⁃工程落地”四步推进的实施路径。 试点实施 ２ 年多来，河北省协同京津全面开展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工作，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形成了以本底层、管理层、政策层、目标层为基本构

架，以多要素综合、多部门协作、多渠道保障、多目标优化为核心内容的山水林田湖草“多目标跨区联动”保护修复模式。
关键词：环京津；山水林田湖草；协同发展；跨区联动；生态保护修复模式

Ｍｕｌｔｉ⁃ｔａｒｇｅ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ｒｅａ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ａｉｒ ｍｏｄｅ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ｉｖｅｒ⁃ｆｏｒｅｓｔ⁃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ｌａｋｅ⁃ｇｒａｓ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ＷＡＮＧ Ｚｈｅｎｂｏ１， ２， ∗，ＬＩＡＮＧ Ｌｏｎｇｗｕ１， ２，ＷＡＮＧ Ｘｉｎｍｉｎｇ１， ２，ＷＡＮＧ Ｘｕｊｉｎｇ３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１， Ｃｈｉｎａ

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９， Ｃｈｉｎａ

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ｈａｎ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ｎｆｅｎ ０４１００４，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ｒｉｖｅｒ⁃ｆｏｒｅｓｔ⁃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ｌａｋｅ⁃ｇｒａｓｓ （ＭＲＦＬＧ）
ａｒｏｕｎ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ｉｌｏ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ＲＦＬＧ．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ａｒｅａ ａｒｏｕｎ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ｉ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ｖｉｃ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ｓ 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ＴＨＵＡ）． Ｔｈ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ＭＲＦＬ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ｒｅ ｔ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 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ｚｏｎｉｎｇ，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Ｏｌｙｍ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ｓｔｅｐ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ｏｆ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ｃｕ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ｗｏ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ＲＦＬ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ＢＴＨＵＡ． Ｉｔ ｈａ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ａ 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ＭＲＦＬ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ｌａｙ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ａｙｅ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ａｙｅｒ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ｔｏｒ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ｔｏ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ａｒｏｕｎ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ｒｉｖｅｒ⁃ｆｏｒｅｓｔ⁃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ｌａｋｅ⁃ｇｒａｓｓ；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ｒｏｓ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ｍｏｄｅｌ

“山水林田湖草”是由山、水、林、田、湖、草等多种要素构成的有机生命共同体，是具有复杂结构和多重功

能的生态系统［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自然生态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

各要素以及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流域上下游，进行系统保护、宏观管控、综合治理，增强生态系统循

环能力，维护生态平衡。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是实施生态文明战略，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千年大计

的自然基础［２］。 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是适应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是遵循

自然规律，破解生态环境难题，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举措［３］。
京津冀城市群是中国五大国家级城市群之一，也是环首都的战略要地［４］。 ２０１５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指出，京津冀城市群是“全国水资源最短缺，大气污染、水污染最严重，资源环境与发展矛盾最

为尖锐的地区”，具有高战略地位、高人口密度、高发展速度、高污染排放、高能源消耗、高耗能产业比重和低

环境承载力等“六高一低”的现状特征［５］。 张家口、承德、保定三市地处燕山⁃太行山区，与北京山水一体，山
水林田湖草等自然生态要素兼备，生态空间拓展潜力最大，生态安全保障地位尤为突出，是京津冀生态环境支

撑区和水源涵养功能区的核心区域，是京津重要的生态屏障［６］，特别是北京与张家口联合举办 ２０２２ 年冬奥

会，对这三市的生态环境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前，突出的资源环境压力、战略性首都安全保障压力和

２０２２ 年冬奥会生态保障压力全面叠加，京津保地区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的重大意义彰显。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对河北特别是环首都区域的生态治理提出明确要求。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时提出要把河北张承地区整体定位于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同
步考虑解决京津周边贫困问题。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河北省政府就出台了《关于加快山水林田湖生态修复的实施意

见》，提出要通过重点工程，努力实现重点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生态系统服务与保障功能显著增强，构建

起比较完善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管理的体制机制，以打造京津冀生态涵养保护支撑区，为承接北京非首都

核心功能和产业转移创造良好条件［７］。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将河北确定为“京津冀生态

环境支撑区”，明确了河北省生态环境建设的功能定位［８］。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河北省成为首批国家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修复试点省份。 按照财政部、原国土资源部、原环境保护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山水林田湖生态

保护修复工作的通知》精神，河北省在张家口、承德和涞水、易县开展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

作。 对环京津区域山水林田湖草进行系统保护修复，是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是打造京津冀生态修

复、环境改善示范区的迫切需要，是解决环京津区域生态、民生等突出问题的现实要求，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重大战略实施、改善京津及其周边地区生态环境、京张联办冬奥会以及环首都贫困带脱贫攻坚，以及为全国

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路径，都有着非常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目前，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的实践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成果主要是介绍和总结

小尺度试点区域的生态保护修复进展与实践经验（王波［９］，张笑千等［１０］，吴运连［１１］，黄淼［１２］，邹长新等［１３］ ）。
也有少数学者总结了环京津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实施路径［１４］，但缺乏对环京津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修复从理论到实践、从目标到布局、从任务到路径的经验总结与模式凝练，更是少有文献能指出该区

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工程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 因此，本文立足于环京津地区地处京畿

重地的特殊战略区位、生态环境问题、冬奥会举办以及环首都贫困带脱贫攻坚等现状，对环京津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修复试点的模式与经验进行全面总结，以期为全国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提供经验借鉴。

１　 研究区域概况

河北环京津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地处燕山、太行山区，包括张家口、承德、保定 ３ 市 ２９ 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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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总面积 ８．０９ 万 ｋｍ２，占河北省总面积的 ４３．１３％。 ２０１８ 年总人口 ９００ 万人，人均国土面积为 ８９．９２ ｋｍ２，为
全省人均国土面积的 ３６０％；ＧＤＰ３２１５ 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 ８．９３％；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２７３．０５ 亿元，占全

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７．７７％；人均生产总值约 ３．５９ 万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２４．２１ 个百分点，是河北省经济

社会发展落后的地区。 该区域地形多样，兼有高原、山地、丘陵与河谷盆地，山水林田湖草生态要素齐全。 气

候类型为中温带、暖温带交汇地带，年降水量 ３４０—７５０ ｍｍ，分布不均，年变率大，林业用地面积 ４４１．５ 万 ｈｍ２；
坝上区域原生植被以草原为主，可利用草原面积 ３００ 万 ｈｍ２；耕地主要分布在丘陵和河谷盆地地区，面积１２６．５
万 ｈｍ２；主要分布永定河水系（桑干河、洋河等）、潮白河水系（潮河、白河等）、滦河水系（滦河、武烈河等），年
均径流量 ５１．５０ 亿 ｍ３；湿地面积 ２９．６ 万 ｈｍ２，主要为湖泊湿地与沼泽湿地。

２　 环京津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的现实问题

试点之初，受自然条件和禁止、限制开发等因素制约，这一区域生态保护修复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
２．１　 生态系统服务退化，山水林田湖草要素资源约束趋紧

长期以来，试点区域森林林分质量下降，郁闭度低，树木长势衰弱，植被覆盖率低，森林水源涵养、防风固

沙、水土保持等生态功能差；草原过度垦殖、超载放牧，致使“三化”严重、水土涵养等功能下降、自我修复能力

减弱，草原灾害呈多发、加剧态势；湿地植被破坏，重要湿地萎缩干化为碱滩、沼泽，永久湿地变为季节性湿地

趋势明显；水资源开发过度，洪涝灾害威胁和干旱频发并存，部分河流的生态功能基本丧失。 生态系统服务不

断退化，导致了山水林田湖草要素资源约束趋紧。 水资源承载压力不断增大，洋河、桑干河等大多数河流已经

成为季节性河流，拒马河等河流断流天数甚至高达 ３００ ｄ 以上，生态需水难以保障；永定河、潮白河流域的水

资源涵养和保护直接影响北京用水；区域森林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特别是张家口市森林覆盖率仅有 ３０．９６％，
人均有林地面积 ０．１４７ｈｍ２；农业生产方式粗放、土地利用重用轻养，人地矛盾突出，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煤炭

为主要能源，缺乏天然气、水电等优质能源资源，太阳能发电为主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分布式能源发展

相对滞后。
２．２　 生态修复难度大任务重，联防联控与协同共建机制有待健全

试点区域大部分位于国家和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涉及林业自然保护区 １２ 处，森林公园 ４４ 处，湿地公园

３１ 处，是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和水源涵养功能区，行业准入条件高，项目落地要求严格。 区域露天矿山众

多，开采方式粗放，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山区水土流失问题突出；永定河、潮白河、滦河三大水系总体呈现轻度

污染，局部污染严重，影响京津饮用水安全；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仅为 ５０％，深度处理率甚微；农业面源污染

突出，农业生产环境日趋恶化，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基础薄弱。 当前，市县之间、部门之间联防联控、协同共建机

制尚不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制度需进一步完善；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和生态补偿

机制尚未系统建立；政府投入不足，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生态环境建设的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建立；生态环境建

设绩效考核、损害补偿和追责机制尚不健全。

３　 环京津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实施路径

面向京津冀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河北环京津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已形成有理论支撑、可操作

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实施路径，本文据此整理出河北环京津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框架（图 １）。 试点区坚持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理念，借助体制机制

改革创新，以修山、治污、增绿、固沙、扩湿、整地为手段，实施跨区域、跨部门山水林田湖生态系统修复，加快推

进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和水源涵养功能区建设，打造绿色奥运廊道和京津生态屏障。
３．１　 自然分区⁃突出问题⁃绿色奥运三维导向的修复思路

针对试点区域自然地理特点和生态环境问题，依据统筹规划、区域共建，顺应自然、系统修复，问题导向、
突出重点，创新机制、政策驱动的基本原则，将试点区分为坝上、坝下和与北京接壤区等不同的自然地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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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明确各个分区的核心问题，结合绿色奥运要求，进行生态保护修复的总体思路设计。 其中，坝上地区，以防

风固沙和湿地、草地修复为主，采取退化林分改造、退耕还湿、草场修复等手段，控制高耗水农作物面积和用水

量，打造防风固沙区。 坝下地区，以永定河、潮白河、滦河干支流生态保护修复为主线，采取水土流失治理、水
源涵养林建设、河道综合治理、水环境治理、农村环境整治等手段，增强水源涵养能力，提高水质，修复河流生

态，打造水源涵养区。 与北京接壤区域，加强京冀合作，实现流域对接、区域对接、项目对接，采取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清洁小流域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水环境治理、造林绿化等措施，打造环首都绿色生态屏障。 按照

绿色奥运要求，以铁路、高速公路和国省干道为轴，采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通道绿化美化等措施，打造绿色奥

运廊道。
３．２　 指标引导⁃空间定位⁃任务聚焦⁃工程落地四步推进的实施路径

试点的实施方案针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的具体问题，设计了包括 １２ 个指标的指标体系和 ２０２０ 年的

预期目标阈值。 具体指标包括修复损毁山体面积、治理地质灾害数量、地表水环境质量、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河北省）、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河流综合治理长度、山洪沟治理长度、森林覆盖率、草地

综合植被盖度、“三化”草原治理率、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面积和保护与修复湿地面积。 统筹考虑各区域承担的

生态服务功能和系统性、关联性修复要求，确定山水林田湖生态修复总体布局为“一线”、“一弧”、“两水系”
和拓展治理区域，对总体布局内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任务进行重点聚焦。

其中，“一线”是以铁路、高速公路和国省干道为轴，打造绿色奥运廊道，包括张家口 ６ 个县区，面积

７０４４ｋｍ２。 主要任务是恢复受损矿山生态环境，强化地质灾害防治，保护交通基础设施安全；实施通道绿化，
建设生态景观；加快水土流失治理，增强水土保持功能，通过露天矿山污染深度整治等 ２７ 个工程项目实现修

复落地。 “一弧”指与北京接壤的弧状地带，包括张承保地区 １２ 个县区，３．３８ 万 ｋｍ２，是北京的重要生态屏障。
主要任务是恢复受损矿山生态环境，推进植树造林，增强水土保持能力；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推广农业

清洁生产，强化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加强水环境综合治理，设置 ４９ 个工程项目推进实施。 “两水系”是指官厅

水库及其上游水系、密云水库上游水系，包括张承地区 １５ 个县区，３．３０ 万 ｋｍ２，直接为北京提供水源，水质安

全至关重要。 主要任务是加强洋河、永定河等干支流和潮河、白河综合治理，打造绿色生态河流廊道；提高林

草覆盖率，加快水土流失治理，增强水源涵养功能；加强水污染治理，强化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提高水环境质

量，修复河流生态，设置 ４８ 个工程项目推进实施。 拓展治理区域为“一线”、“一弧”、“两水系”区域之外的县

区，主要为坝上地区和滦河潘家口水库上游水系，包括张承地区 ８ 个县区，３．８６ 万 ｋｍ２。 主要任务是退耕还草

（林），提高林草覆盖率，强化风沙源治理，增强水源涵养功能；加快退化林分改造，加强防风固沙林带建设。
滦河水系上游以水源涵养修复为主，通过清洁小流域建设、点面污染源控制、水源地保护、河岸带生态修复等

措施，恢复滦河供水、生态、防洪等功能，设置 ３０ 个工程项目推进实施。
３．３　 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实施效果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河北环京津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开始实施以来，张家口、承德、保定市分

别成立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财政部门牵头，各相关部门配合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工作。
同时建立了省直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包括财政等多个相关部门，统筹协调、指导、推进全省生态保护

修复试点工作。 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张家口、承德、保定市共有 １５４ 个项目纳入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实施方案，完
成和在建的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达 ７０ 个，共修复毁损山体 ９７．５ｈｍ２，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９１．６ｋｍ２，
河流生态综合治理 ８８．８１ｋｍ，新增绿化面积 １．８７ 万 ｈｍ２，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面积 １８４０ｈｍ２，湿地修复与保护面

积 ４２６０ｈｍ２。 同时，京冀两省市签署了密云水库上游潮白河流域水源涵养区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对密云

水库上游实行生态补偿，原则上每年 ３ 亿元，根据考核结果据实支付。 ５ 年来，京冀生态水源保护林建设合作

项目累计造林 ３．３ 万 ｈｍ２，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完成建设任务 ８．１ 万 ｈｍ２，进一步筑牢了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绿色生态屏障。 另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连续开展了 ２０１７ 至 ２０１８、２０１８ 至 ２０１９ 两个年度的秋冬季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 京津冀三地还完成了新一轮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统一了预警期间主要污染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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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比例。 ２０１８ 年，北京市 ＰＭ２．５年平均浓度为 ５１μｇ ／ ｍ３，比 ２０１３ 年累计下降 ４２．７％，在更广阔的京津冀大地

上，２０１８ 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２＋２６”城市 ＰＭ２．５年均浓度为 ６０μｇ ／ ｍ３，同比下降 １１．８％，京津冀生态环境协

同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图 １　 河北环京津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框架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ｌａｋｅ ｇｒａｓ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ａｎｄ Ｈｅｂｅｉ

４　 环京津山水林田湖草多目标跨区联动的保护修复模式

河北环京津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是国家第一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 该试点位

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区，试点区域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重点流域水污染，着力

构建京津生态安全屏障，对打造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实施、
改善京津及其周边地区生态环境意义重大。 实施 ２ 年多来，河北省协同京津全面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

保护修复工作，形成了“多目标跨区联动”保护修复模式（图 ２）。 该模式体现在本底层、管理层、政策层和目

标层等四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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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环京津山水林田湖草“多目标跨区联动”保护修复模式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ａｉｒ ｍｏｄ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ｔａｒｇｅ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ｒｅａ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ｓ

４．１　 本底层：多要素综合

地表系统是人类活动的自然本底，山水林田湖草构成了自然本底的基本要素。 根据试点区域坝上、坝下、
与北京接壤区域和绿色奥运通道等不同类型区域生态环境系统的突出问题，厘定山水林田湖草生态要素保护

修复的核心内容。 其中，山体要素保护修复的核心内容为矿山环境、水土流失和毁损山体；水体要素为水体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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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水资源超载、管控薄弱和防洪隐患；森林要素为林木质量、修复能力、生物量、林木问题和空间分布等；农田

要素包括农田质量、外源污染、面源污染、土壤养分等；湖体要素包括湖体水面面积、湿地面积、水体污染和生

态系统服务等；草地要素包括三化情况、修复能力、草原灾害和涵养能力等。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各个要素

相互叠加、相互影响、互为支撑，共同组成河北环京津生态屏障。
４．２　 管理层：多部门协作

河北省成立了省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省政府领导任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

省财政厅，成员单位包括财政、发改、环保、国土、住建、水利、林业、农业、科技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 明确市县政府为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作实施的责任主体，制定具体政策措施和实施步骤，切实

推进试点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根据重点修复项目涉及的山水林田湖要素，由市县政府负责明确一个牵头部

门，相关部门配合，构建责任明确、协力推进、务求实效的工作格局。 同时，省领导小组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

小组合作，建立协同高效的跨区域联动机制，包括创新协作联动、流域综合修复联动、协同减排联动和执法司

法协调联动机制。 通过加强协调联动，形成合力，在统筹协调、指导、推进河北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作的实施

的同时，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
４．３　 政策层：多渠道保障

首先，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形成部门联动机制，建立跨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协同机制。 其次，创新

体制机制，提高修复成效。 建立京冀横向生态补偿；探索建立自然资产产权机制，探索有关设施、资产运行管

护模式，加强资源资产管理，探索系统修复模式。 第三，统筹安排各类资金，实施多元筹资。 统筹安排相关专

项资金，试点市、县财政预算安排资金，创新投融资机制，积极与国开行、农发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基金公司

合作，不断完善贷款融资、基金融资等融资方式，发挥政策引导和桥梁纽带作用。 运用 ＰＰＰ 模式实施重点区

域、重点项目生态保护修复。 第四，加强项目管理，严格考核评价。 按照权责一致、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项目

申报程序、审批权限、实施主体、监管责任，实行试点县区编制项目实施方案，试点市统一组织评审论证、立项

审批，试点县区组织项目的具体实施，省级负责项目的督导考核与监督。 探索建立定期调度、年度评价、中期

评估和终期考核全周期考核评价机制。
４．４　 目标层：多目标优化

试点实施方案从修复目标、布局任务目标和工程项目目标等方面划定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修复目标方面，到 ２０２０ 年，试点区域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初步得到解决，生态功能支撑和

生态涵养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京津生态屏障得到巩固和加强。 矿山环境和毁损山体得到修复，主要水土流

失区有效治理；主要断面水环境质量达标，饮用水水源地得到较好保护，生态水系逐步完善，重点区域生态用

水基本得到保障；张家口、承德 ２ 市森林覆盖率分别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０．９６％、５３．９５％，达到 ４２．９１％、５５．１２％，２０％
以上的“三化”草原得到治理；湿地修复面积与湿地水源涵养林大幅增加，退化湿地得到修复。 布局任务目标

方面，确定山水林田湖生态修复总体布局为“一线”、“一弧”、“两水系”和拓展治理区域，对总体布局内的生

态环境问题、主要任务进行重点聚焦，着力打造绿色奥运廊道、环首都生态安全屏障、永定河潮白河水源涵养

功能区和坝上防风固沙区。 工程项目目标方面，打破行政区划、部门管理、行业管理和生态要素界限，从生态

修复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关联性出发，通过统筹规划、顶层设计、市县申报、专家论证、反复聚焦、省级拿

总，注重流域系统修复，注重主要交通沿线，注重集中连片区域，试点实施方案共安排生态修复工程项目 １５４
个、总投资 ２１８．６５ 亿元。 多目标综合引导，构建起较为完善的生态系统修复、保护和管理的体制机制，形成符

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国土空间格局，努力实现“山青、水秀、林茂、田整、湖净”，为全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

工作提供借鉴。
总体来看，生态环境破坏是区域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结果，保护与修复亦非一日之功。 难题的解决需要

上至国家法律，下至公民个体的共同努力，当然也无法脱离政府打破地区限制、协同治理的积极践行。 本文环

京津地区山水林田湖草“多目标跨区联动”保护修复模式部分从本底层、管理层、政策层和目标层四个层次上

４０８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重点解读了该区域多要素综合、多部门协作、多渠道保障和多目标优化四大模式的详细工程项目与实施策略。
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态保护修复是一个复杂系统性工程，需要跨区域多部门实施山水林田湖草六大要素多目标

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为此，全国其他山水林田湖草保护修复试点也可以实施本文总结的河北省环京津地区山

水林田湖草多目标跨区联动保护修复模式。 虽然河北环京津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已经取得了重

要进展，但在区域协同合作模式、协同立法模式、生态补偿机制、统一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制度性标准等方面，
尚有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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